
3新闻关注
2024年10月14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王艳蓉 961400688@qq.com
视觉编辑：吴博宏

版权声明：三明日报拥有三明日报采编人员所创作作品之版权，未经三明日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和传播。

“岩之胜，仙都也。”大田县城西侧的白
岩山，自古是风景名胜。明代乡贤、礼部左
侍郎教习庶吉士田一俊对家乡的这处风光
推崇备至，夫子在《（白岩）十二景诗叙》里
极力称赞。1592年，晚明大书画家董其昌护
送恩师田一俊归葬县城东门外，回京复命
后作《大田县纪游图》，题写：“大田县有七
岩，临水，山下皆平田，秋气未深，树彫（凋）
叶落，衰柳依依。”

大田建县于明朝嘉靖十四年（1535
年），县衙设在进城乡大田里大小田村，窄窄
的溪流自白岩山北面的山脚汩汩而下，汇聚
起县前溪（均溪），两岸沃野千顷，良田从白
岩山东麓延伸到了县城北面的凤山下溪岸。

这是一处特殊的地理位置。因为远离
政治中心，官府管理鞭长莫及，民国版《大
田县志》记载：“嘉靖初，漳、汀寇流入（尤
溪）邑境，搏食乡落，攻劫邑库藏，杀僇良士
民，邑骚然，被兵无宁岁；民岌岌，旦夕不自
保其家室。其间细小人遂相煽从逆，愈益
为乡里患。当道忧之，佥曰：‘邑古地太
广难治。’乃相泉、漳之交，增县大田，
请于朝……”于是，大田成了各地民军的
根据地或者避难所。从清朝顺治四年
（1647 年） 十月开始至咸丰四年 （1854
年），县城在207年间7次被来自本县和永
春、德化、漳平等地的民军攻陷。民国 2
年（1913年）11月13日，德化的苏益率众攻
陷大田城；民国7年5月，粤军孙本戎、傅汉
溪联络各县民军进攻大田县城并占领；民

国 12 年，卢兴邦部占据大田县城。县内村
庄均筑有碉堡，用于村民自保，以致时人惊
呼“盗贼猖獗，居民咸避土堡中。土堡，殆以
千计”。

在 95 年前，红四军出击闽中大田，攻
打白岩山炮楼，牺牲了7名战士，其中一名
是连长。

1929年8月20日，朱德率领红四军第
二、第三纵队和前委机关共 3000 多人，经
漳平县厚德村向大田进军，驻扎在武陵乡。
次日，先头部队1000多人经半路、大石、石
牌、福塘，行军至大田县城郊玉田村。战士
们在村民带领下，爬上山顶察看地形，回到
范氏宗祠官厅后，决定兵分三路组织攻打
县城制高点霞山、白岩山、马路岭炮楼。在
白岩山，红军与守城国军激战。卢兴邦匪军
实力雄厚，在县城挖掘了战壕、修筑碉堡等
工事，红军在武器低劣、弹药奇缺、长途跋
涉、粮缺人乏等诸多不利条件下，围攻大田
县城不克。

红军首次进入闽中人生地不熟，国民

党卢兴邦部队据守县城和群众的碉楼以逸
待劳。时任红四军第三纵队副官的赖毅在

《出击闽中》回忆录中写道：“从楼外面，可
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屋里的人背着枪，在高
楼的走廊上晃来晃去监视我们。他们中间
有的是纯朴善良而又受了骗的群众，有的
却是卢兴邦安插在里面的匪兵，搞得真假
难分。”

贫苦农民家无颗粮，不能接济红军，一
块银元仅能买到 4 升米。为了解决吃粮问
题，红军发动当地群众到附近镇子里去挑
米，然后高价收购，这样既可供给军粮，又
给群众减轻了负担。但山区土地贫瘠，存粮
有限，红军两个纵队加军部人员给养十分
困难。又因为语言不通，红军只能把要说的
话和要办的事写在纸上，找块小石头包起
来扔上楼去。比如要买米，就请楼上的人从
窗口吊下个竹篮子，红军放入银元后他们
提上去，再给一些粮食。

《出击闽中》还记载：“这一带的群众都
饱受兵灾祸害，自古以来谈兵色变。红军抵

达之前，当地的土豪劣绅就造谣污蔑，说什
么朱毛军青面獠牙，在每个老百姓的脸上
都要打上共产党三个字的烙印。红军来了
要共产共妻。还威胁群众，谁要是不跑就以
通匪论处等等。”战士们历经千辛万苦抵
达，却发现街面店门紧闭，农舍空无一人。
原来，村民躲避在大山深处，或远走他乡投
奔亲戚。

部队没有房子住，上级命令凡是没有
得到老百姓同意的，一律不得叫开民房。
红军在廊檐下、树林里和草堆边露营，纵
队司令伍中豪等领导和战士们一样风餐露
宿。当时虽值盛夏时节，但在崇山密林里
过夜，还是有几分寒意的，再加上蚊虫叮
咬，传染病流行，病号日渐增多，朱军长
也染上了痢疾。

出击闽中原定的方案是“向大田、德化
前进，准备渡过闽江，到赣浙皖边界游击”，
攻打大田县城受阻，朱德发现北上条件不
利，同时接到闽西特委来信建议返回闽西，
于是及时改变了进攻的方向。当天下午，红

军转返石牌，在老厝坪就地宿营。
战争的硝烟散去，红色热土上生机勃

发。古代县城的护城河从白岩山北路经大
楼的后角，流入银山北路。银山北路以前叫
马路岭，有县城的北门，护城河往南是西
门。隔着一盏浅浅的人工湖，白岩山北路对
面就是白岩山郁郁葱葱的树林。山上绿树
掩映，花草与树木枝缠着枝、叶挨着叶、根
连着根，青苔和藤蔓在树荫下爬满了岩壁，
野山菌戴着五彩的帽子簇拥在落叶堆里，
应季的果子四时焕发出诱人的光华；生长
在密林间的动物们从不甘寂寞，松鼠在枝
头上嬉戏，不知名的昆虫在绿草中呢喃，画
眉鸟则迎风歌舞，大家亲密共处，俨然像生
活在同一座屋檐下的兄弟姐妹。在这幅巨
大的画幕里，一条条石径托起成群的游人，
无数花香、果香以及枯木化成沃土后淡淡
的芬芳，严严实实地包裹着人们，时光在忘
我的行进中消逝，自然的博大以及生命的
曼妙尽得诠释。

20世纪80年代，白岩山被辟为公园和
儿童乐园，寓意“五讲四美三热爱”的 345
级台阶从山脚直上山顶；数千米长的塑胶
绿道，绕着白岩塔和镇西桥，绵延到了“抗
战学府”大田“第二集美学村”边上的仙亭
山森林公园；仙跳崙坐落着革命烈士陵园，
方柱形纪念碑顶上立着一个英俊威武的革
命战士塑像，碑身正面镌刻“为革命事业而
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大字为朱德亲笔
题词。

白岩山往事
●林生钟

10月7日，宁化县淮土镇凤凰山村中央
红军长征出发地核心展示园迎来一拨又一
拨游客，游客们漫步红军街，参观革命遗
址，感悟长征精神。“国庆期间，每天都
有上千名游客到这里参观。”凤凰山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兴钢说，游客的
到来，让村里的餐馆爆满，薏米、茶油、
米酒等土特产供不应求。

长征最远出发地
红色热土赤子心

凤凰山村地处闽赣边界，距宁化县城
30公里，是全市著名的革命老区基点村、中
央红军村。因全村的地形像一只凤凰，故称
凤凰山村，现有村民256户1018名，其中党

员40名。
凤凰山村是宁化受到革命影响最早的

地域之一。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
红四军从江西进入宁化，途经凤凰山村，并
在此安营扎寨。

凤凰山有条宽四五米、长四百多米的
红军街，是土木结构的清末民居建筑群。
1929年春，朱德在后街五通庙大坪的古樟
树下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革命思
想，号召劳苦大众建立自己的武装，打土
豪分田地，推翻反动统治，点燃了革命的
星星之火。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多次进驻凤
凰山村，全村160多户就有100多人参加红
军。青壮年上前线后，村里留下的是儿童、
妇女、老人，他们为部队筹款筹粮，帮助做
军衣、草鞋，全力支持革命。王兴钢用客家
话演唱了红色歌谣《禾口、淮土比扩红》：

“保卫苏区有责任，禾口淮土比参军，禾口
扩红一千个，淮土一千多两人。”他说，禾口
区和淮土区百姓比赛参加红军，原定招收
1000 人名额已满，由于淮土区的新婚夫妇
苏芹英、张恩铜双双报名参加红军，淮土区
以1002人的成绩胜出。

红军进驻凤凰山后，纪律严明，买卖公
平，不随意打扰百姓。大厅、空房、祠堂、寺
庙都住满了红军，当地百姓还将自家门板

拆下借给红军过夜。每天一早，
红军战士早早地把借去当床板
的门板给各家各户上好，扎好
用于垫睡的稻草，并把地板打
扫干净。“红军在当地建立看病
所，兴办列宁小学，帮助群众下
地干活、上山打柴、挖井修路，
与群众和睦相处。”王兴钢告诉
记者，当地老百姓感念红军的
恩情，称这条红军驻扎过的街
道为红军街。

当时，国民党军对中央苏
区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药
品和医疗器械都非常缺乏，医
治无效的伤病员就地掩埋在凤

凰山村后山上。“据史料考证，这里一共
掩埋了一百多名红军烈士。原来有4座小
坟包，只有红军战士张绍尧和其他3名无
名烈士立有墓碑。”王兴钢说，为了更好
地缅怀英烈，后人在此地新建了一座红军
烈士纪念碑。

1934年10月，红三军团第四师及军团
医院、中央直属炮兵营、红一军团第十五
师、红九军团后方机关等部队约1.4万人从
凤凰山、曹坊等地出发，开始战略大转移，
踏上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从
路途计算，宁化当属路途最远的红军长征
出发地，凤凰山成为长征起点中的一个重
要标志。”王兴钢说。

挖掘红色文化
助力振兴乡村

宁化是一块红色热土，也曾是全省一
类水土流失治理重点县。10多年前，凤凰山
村水土流失严重，2013 年被列入省级空壳
村之列。凤凰山村人多地少，村民以种植油
茶、白莲、水稻、烤烟等传统作物为主，收入
单一。

凤凰山村地处武夷山脚下，多为富含
磷、钾等元素的紫色土，适合油茶生长。近
年来，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形式，
凤凰山村大力发展油茶和白莲产业，创办

“梨山茶油”品牌，成立天蓬白莲合作社，乡
村产业不断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形成集
生态观光游、亲子采摘游、红色文化游为一
体的乡村旅游景区。“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
己的长征路，新时代凤凰山村的使命就是
一起奔小康，致力乡村振兴。”王兴钢说。

凤凰山村至今还保留着红军街、朱德
演讲旧址、凤凰山乡苏维埃政府旧址、红军
井、列宁学校、红军看病所、红三军团第四
师司令部遗址等11处红色革命遗址。“红军
万岁”几个大字，在红军街的门楼上熠熠生
辉。2017年，凤凰山村被中共三明市委党史
研究室命名为“中央红军村”。

如何立足当地红色资源，将红色资源

优势转化为乡
村振兴优势？

2019 年，宁化县凤凰山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核心展示
园建设项目落地凤凰山村。村里

加快推进红色遗址的保护修缮，修复红军
街历史风貌，新建鞠旅陈师广场、情忆园广
场、继往开来广场及游客服务中心。通过盘
活闲置资源，打造集民宿、餐饮、研学、销售
等于一体的红色文化中心，新建了安全主
题文化公园、应急知识VR体验馆和长征历
史步道等文旅体验打卡点。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今年“五一”
以来，红军街陆续引进14家门店，包括红色
主题文创馆、红色主题民宿，以及特色小
吃、农产品和伴手礼等商铺。王兴钢带头创
办宁化山村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开发推广
紫砂文创等红色系列产品，并在红军街开
设“红色文创馆”商铺，为红色古街文旅经
济注入新动力。

随着红军街文旅业态的不断丰富，凤
凰山村的村民逐渐吃上了旅游饭。红军街
有一家文创精品店“征忆馆”，年轻店主欧
阳丽英销售精美的瓷器、手串等礼品，并设
计了一款以凤凰山红色元素为主题的六色
套章，深受游客青睐。“我要不断引进富有
地域红色元素的文创设计产品，积极推介
当地红色文化。”欧阳丽英说。

依托当地充足的光照资源，凤凰山村
还通过盘活村集体资产资源、争取上级政
策资源资金等形式，打造凤凰山红色联村
240kW 太阳能光伏并网发电产业建设项
目，并于2023年5月并网发电。这一项目总
投资约96万元，总建筑面积960平方米，年
平均发电量约 36 万度，年收益 17 万元，联
建村可实现村财增收2万余元。2023年，凤
凰山村村财自有收入15.25万元，人均收入
2.46万元。

凤凰山村以长征出发地核心展示园、
红色美丽村庄建设为契机，积极打造系列
红色场馆，培育红军街新业态，持续打响凤
凰山长征出发地红色品牌。近年来，先后获
评“全国红色村组织振兴美丽村庄建设试
点村”“省级乡村振兴试点示范村”“省级乡
村治理示范村”“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老区精神教育基地”。

整合红色资源
发展红色旅游

如何将凤凰山村周边丰富的红色景点
串珠成链、连线成片，以旅兴农，实现全
域旅游资源整体提升？

2021年底，淮土镇将凤凰山村、赤岭
村、梨树村、大王村、五星村、仕边村、
隘门村等7个村串点连线，组成了凤凰山
红色联村党总支。红色联村党总支下辖凤
凰山、赤岭村等7个村党支部，并组建红色
文旅产业链等多个支部，实现抱团发展。

立足凤凰山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长
征历史步道等现有红色资源，凤凰山红色
联村打造串连了“一街三馆一碑一步道”
（红军街，红色宣讲馆、政治生活馆、乡
村振兴示范馆，烈士纪念碑，长征历史步
道） 的红色精品旅游路线，建成了“有址
可观、有景可看、有史可讲、有事可说”
的特色体验打卡地，为淮土镇乡村振兴注
入新活力。

凤凰山红色文旅产业链党支部牵头整
合土地、资金等要素，盘活闲置资源，在
凤凰山村打造集民宿、餐饮、研学、销售
等于一体的红色文化中心；投入300余万
元打造梨树村太平山战壕旧址长征历史步
道；在凤凰山红军驿站、赤岭村红军食堂
等地设置茶油、白莲、薏米等农特产品展
柜，形成集红军民宿、红军食堂、红色体
验馆、研学培训中心、特色产业展示销售
馆为一体的红色文化中心；投入500万元
打造赤岭村红军硝盐厂、红军食堂。凤凰
山红色联村成立联村经济合作社，对联村
1万多亩油茶产业统一经营管理、统一加
工、统一销售，实现村民自产增收2000余
万元。

凤凰山红色联村现存革命遗址 30 余
处。游客从过去的“一日游”变为如今的“多
日游”，2023年吸引游客6万余人次。“我们
希望通过整合红色资源，把周边村庄的红
色遗址连成片，撬动红色旅游的发展，带动
红色山村共同发展。”凤凰山红色联村党总
支书记张族权说。

目前，一张以打造红色文旅项目，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的发展蓝图在凤凰山红色联
村徐徐展开。“红色产业的发展，使凤凰山
红色联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旅游地，提
升了全镇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淮土镇党委
书记兰世能表示，将不断传承红色精神，挖
掘红色资源富矿，走出一条以“红”带“绿”、
以“绿”托“红”的振兴之路。

长征最远出发地凤凰山——

新征程上阔步行
●宁化记者站 赖全平 通讯员 邓宣唐 王盛仁 文/图

宁化是 21 个原中央苏区县
之一，也是中央红军长征 4 个起
点县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3万人口的宁化共有1.6万名青
壮年参加红军，其中凤凰山村
100 多名。宁化现有在册烈士
3307 名，其中凤凰山村 21 名。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
红四军从江西进入宁化，途经凤
凰山村，并在此安营扎寨。2023
年，凤凰山村被列为全国红色村
组织振兴建设红色美丽村庄试点
村。10月7日，记者走进凤凰山，
记录这块土地上的新长征。

▲游客参观红军井。
◀红三军团第四师司令部遗址

游客参观红军街。

骑行志愿
者骑游凤凰山
村开展公益宣
传活动。

发现发现··记录记录


